
作者简介$刘晓潭#

$(-)[

$&讲师&硕士&主要从事骨关节疾病及脊柱研究%

论著!基础研究
!!

!"#

!

$%&'()(

"

*

&#++,&$)-$./'0/&1%$)&$0&%%-

过表达
=#5.1(>

对人椎间盘退变髓核细胞凋亡的影响

刘晓潭!田林强!王宏伟!郭志豪

"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骨二科!河南新乡
0R'%%'

#

!!

"摘要#

!

目的
!

探讨
=#5.1(>

在人椎间盘退变髓核"

JO

#细胞凋亡的调控作用&方法
!

体外培养椎间盘退变
JO

细胞!构建

重组真核表达质粒
EC:<<

F

+

=#5.1(>

!脂质体
M#

;

"D:EB>=#,:

转染进入
JO

细胞!应用反转录实时定量
OL5

"

56.

W

OL5

#检测
JO

细胞

中
=#5.1(>

的表达变化!

:̂+B:<,H?"B

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
L>+

;

>+:.'

前体的表达变化!流式细胞仪检测
JO

细胞凋亡水平变化&

结果
!

JO

细胞转染重组质粒
EC:<<

F

+

=#5.1(>0/C

后!

JO

细胞中
=#5.1(>

的表达水平较
JO

细胞和转染空质粒的
JO

细胞中的

=#5.1(>

明显升高"

!

$

%&%R

#)凋亡相关蛋白
L>+

;

>+:.'

前体的水平则明显下降"

!

$

%&%R

#)

JO

细胞凋亡水平明显升高 "

!

$

%&%R

#&结论
!

在椎间盘
JO

细胞中过表达
=#5.1(>

能促进
JO

细胞凋亡!其机制可能是通过
L>+

;

>+:.'

途径起作用&

"关键词#

!

椎间盘)细胞凋亡)

L>+

;

>+:.'

)过表达)

=#5.1(>

)椎间盘退变
JO

细胞

"中图分类号#

!

5'0

"文献标识码#

!

9

"文章编号#

!

$)-$./'0/

"

1%$)

#

$0.$/('.%'

@B&(&M

'

(&//*3,34C*;(3<O7:1(-(&

K

1)-0&/,1;)&1/

'

1)

'

3/1/;&))/-

'

3

'

03/*/*,%1+-,*,0&(B&(0&?(-)2*/;2&

K

&,&(-0*3,

,#)"#&.9&*

&

M#&*,#*

K

#&*

+

&

J&*

+

(.*

+

N$#

&

<).10#0&.

#

C$@.*A%$

7

&89:$*9.

;

L890.

7

&$A#@/

&

90$M0#8A?

;;

#=#&9$A(./

7

#9&=.

;

"#*-#&*

+

B$A#@&=D.==$

+

$

&

"#*-#&*

+

&

($*&*0R'%%'

&

D0#*&

$

!!

*

7?/0(-;0

+

!

@?

A

&;0*B&

!

6"#,N:+B#

@

>B:BC:<"?:"DS#E<"5J9.1(>

#

=#5.1(>

$

",,IE?:I+

;

I?

;

"+I+E:??+>

;

"

;

B"+#+#,CI=>,#,.

B:<N:<B:H<>?!#+E!:

@

:,:<>B#",&C&0%32/

!

8,B:<N:<B:H<>?!#+E!:

@

:,:<>B#",,IE?:I+

;

I?

;

"+I+E:??+A>+#+"?>B:!

&

E:??+A:<:B<>,+D:EB:!

A#BC<:E"=H#,>,B

;

?>+=#!EC:<<

F

"

=#5.1(>H

F

?#

;

"D:EB>=#,:=:BC"!

&

>,!BC:,56.

W

OL5A>+I+:!B"=:>+I<:BC::a

;

<:++#N:?:N:?"D

=#5.1(

,

BC:

;

<"B:#,:a

;

<:++#N:?:N:?"DL>+

;

>+:.'A>+!:B:EB:!H

F

:̂+B:<,H?"B>,!D?"AE

F

B"=:B<

F

#

4LS

$

A>+>

;;

?#:!B"!:B:EBBC:

E:??+>

;

"

;

B"+#+&<&/1)0/

!

JOE:??+B<>,+D:<B"BC:<:E"=H#,>,B

;

?>+=#!EC:<<

F

"

=#5.1(>&6C:=#5.1(>:a

;

<:++#",?:N:?"DJOE:??A>+

+#

@

,#D#E>,B?

F

C#

@

C:<E"=

;

><:!A#BCBC:H?>,G>,!:=

;

B

F;

?>+=#!

@

<"I

;

#

!

$

%&%R

$,

BC:>

;

"

;

B"+#+.<:?>B:!

;

<"B:#,L>+

;

>+:.'

;

<:EI<+"<

?:N:?+#

@

,#D#E>,B?

F

!:E<:>+:!

#

!

$

%&%R

$

AC#?:BC:JOE:??>

;

"

;

B"+#+?:N:?+#

@

,#D#E>,B?

F

#,E<:>+:!

#

!

$

%&%R

$

>DB:<0/C"I<+&D3,;)1:

/*3,

!

6C:"N:<:a

;

<:++#","D=#5.1(>=#

@

CB<:

@

I?>B:,IE?:I+

;

I?

;

"+I+E:??+>

;

"

;

B"+#+"DCI=>,#,B:<N:<B:H<>?!#+E!:

@

:,:<>B#",

&

>,!

BC:=:EC>,#+=+>=",

@

#B=#

@

CBH:E",E:<,:!A#BCL>+

;

>+:.'

;

>BCA>

F

&

*

E&

.

F3(2/

+

!

#,B:<N:<B:H<>?!#+G

,

>

;

"

;

B"+#+

,

L>+

;

>+:.'

,

"N:<:a

;

<:++#",

,

=#5.1(>

,

#,B:<N:<B:H<>?!#+E!:

@

:,:<>B#",,IE?:I+

;

I?.

;

"+I+E:??+

!!

据相关报道&约
/%Q

的老年人患腰痛疾病*

$

+

%其中椎间

盘退变#

#,B:<N:<B:H<>?!#+E!:

@

:,:<>B#",

&

8XX

$是椎间盘源性腰

痛等一系列下腰痛疾病的主要病因&引起负责基质合成的髓核

#

,IE?:I+

;

I?

;

"+I+

&

J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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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
L>+

;

>+:.'

前体的水平

#

!

讨
!!

论

!!

人类
=#5.1(

家族存在不同的亚型&分别由
=#5.1(>

"

1(H

"

1(E

组成%近年来&多项研究证实
=#5.1(

与细胞增殖及凋亡

有着重要的作用%如在间变淋巴瘤激酶#

9M7

$阳性间变性大

细胞淋巴瘤中&

=#5.1(>

的表达下调&从而引起
SLM.$

过表&

促进细胞凋亡,在神经细胞成熟的过程中&

=#5.1(H

直接靶向

UT'

基因&抑制细胞凋亡*

/.(

+

%而有报道显示
=#5.1(>

参与椎

间盘退变的发生和发展&在本试验结果证实
=#5.1(>

在椎间盘

退变患者椎间盘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健康正常组织相比差异

有统计学意义%

有报道使用病毒载体感染法使心肌细胞过表达
;

<:.=#5.

J9

#

=#5J9

的前体$&结果显示细胞内
;

<:.=#5J9

的表达量

升高超过
$%%%

倍&而
=#5J9

成熟体却只有
$&R

!

1&%

倍的提

升*

$%

+

%本试验中所采用的特异性转染试剂
M#

;

"D:EB>=#,:

进

一步地提高了细胞的转染效率&转染
=#5.1(>

的重组质粒

EC:<<

F

"

=#5.1(>

进入体外培养的原代
JO

细胞&经
56.

W

OL5

验证&

JO

细胞中
=#5.1(>

成熟体的表达量较空白组和空质粒

组明显上升&成功在
JO

细胞内过表达
=#5.1(>

%

综上所述&通过脂质体转染的方法&

=#5.1(>

的过表达能

促进椎间盘
JO

细胞的凋亡&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
L>+

;

>+:.

'

前体的表达水平也下降&提示
JO

细胞的凋亡可能是通过降

解
L>+

;

>+:.'

实现的%本研究为证实
=#5J9

参与椎间盘
JO

细胞凋亡调控&阐明椎间盘退变的分子机制和有效治疗椎间盘

退变提供了有利的试验依据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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